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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inks Business撰稿人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当前，中国酒业正处于深度调整

与转型的关键阶段。一方面，消费市

场进入“三理性时代”，饮酒理性、买什

么价格的酒理性、买什么风味的酒理

性，消费者追求品质与性价比及风味

特色并重；另一方面，产业集中度持续

提升，优势产区、名酒企业与品牌成为

竞争核心。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产业的

每一次变革与进步，都离不开厂商之

间的紧密合作与共同努力。因此，厂

商利益共同体的核心在一个“同”字

上。

站在全局看中国酒业的发展，厂

商命运共同体应该有更深刻的意义：

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和光同

尘。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在

商业价值中的共担风险、共享利益，更

应该是在文化认知上的共享智慧、共

同成长，学习和吸收新知识、新观念，

塑造更加开放、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形

成厂商间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品牌

与消费者间更忠诚的信任关系，促进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进

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企业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同频共

振。这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和

保障，一个人敢于“争上游”，他就能够

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保持乐观的态

度，激发个人潜能，不断寻求突破和成

长；一个企业敢于“争上游”，就会积极

追求卓越，持续改进和创新，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一个社会

都在“争上游”，就会塑造积极向上的

社会氛围，摒弃“躺平”“啃老”等不思

进取之风，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传统工艺与新兴技术的共融共

促。当下，新技术、新理念一日千里，

“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

培育”近些年来被频繁提及。在创新改

革浪潮中，企业依然要坚守匠心精神、

追求品质卓越。发挥产区优势，拥抱

新技术，融合传统工艺与数字化创新，

通过科技驱动、绿色酿造等举措，为白

酒产业注入新动能，这其中也包括应

用新兴技术拓展渠道和提升服务。

在这里，有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以共赢为目标，重塑价值链。白

酒产业链中，经销商是连接品牌与消

费者的关键纽带。厂商分工基础上的

合作加强，是构建产业新生态的必由

之路。唯有打破零和博弈，建立分利

共享机制，才能实现产业链的可持续

发展。

以消费者为中心，重构价值链。

金沙酒业创新提出“全面向C端发力”

的营销模式，通过数字化工具赋能渠

道，将消费者需求转化为厂商共同行

动的方向。从AR互动到年份酒品鉴，

其年轻化探索值得肯定。白酒产业的

未来，必须从“生产导向”转向“需求导

向”，厂商需共同挖掘消费新需求，创

造新价值。

以产区为根基，强化生态链。未

来，产区建设需进一步与城市经济、文

旅体验结合，让“瓶中的酒”与“瓶外的

世界”共同赋能品牌价值。此外，借助

中国白酒国际化行动，开拓国际市场。

厂商利益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同”

合成生物学是解码生命规律的钥

匙，更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绿色跃

迁的核心引擎，是传统与未来的“共生

密码”。于茅台而言，这项技术承载着

双重使命：以科技之力守护千年酿造

的基因密码，以创新之智开辟传统产

业的未来赛道。

解码自然，以科技守护传承之

根。茅台的根基，在于对自然与传统

的敬畏。茅台以现代科技为支撑，深

入探索传统酿造工艺中的微生物密

码，形成了协同、配合、平衡的“时空

法”体系。茅台持续探索“黑箱”条件

下酿造微生物的多元互作关系，探究

酿造微生物体系间的互作平衡与代谢

流向，使得茅台酒工艺规范化、科学化

和专业化日臻完善。对酿造微生物多

样性的研究和保护，是茅台持续传承

和创新的关键所在，茅台坚持以“科

技”丈量“传承”的厚度，将自然馈赠转

化为永恒品质的科学基石。

绿色智造，以创新赋能产业之

基。茅台的未来，在于与自然共生共

荣。茅台主动拥抱合成生物学技术，

立足微生物资源优势，挖掘菌种资源，

开发合成模块，并积极探索产业运用

场景；依托IT（信息技术）、BT（生物技

术）、FT（食品科技）、MT（材料技术）

的“4T”创新体系，将前沿科技深度融

入ESG 战略实践，通过前沿技术突破

带动产业链绿色升级，加速自身绿色

化转型。

科技创新的价值，在于为人类可

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茅台坚持以

“科技之光”点亮“传统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持续探索合成生物学在碳

中和、生物基材料等领域的应用，为全

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酿造”的绿色

答案。

开放共生，以担当共绘未来蓝

图。茅台始终以开放姿态链接技术、

资本与市场，让传统酿造与生物科技

在“双螺旋”中共生共荣。茅台积极支

持青年合成生物学创新大赛，培育跨

学科人才，让传统酿造智慧与前沿生

物技术碰撞火花；通过产业基金战略

投资合成生物创新企业，探索构建“技

术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全链

条生态，实现产业链价值共创。

下一步，如何做好茅台科技创新

工作？要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深化创新体制改革，强化创新

“主体”、创新“平台”的联动协同，加强

创新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科创生态；二

是要聚焦关键领域攻关，持续做好生

产质量研究，深度赋能产业链绿色化、

数字化转型，持续助力未来产业探索，

持续赋能茅台品牌发展；三是要建强

科技人才队伍，引才、用才要“不拘一

格”，激励保障要“全面有力”，进一步

激活科技创新活力；四是要健全服务

保障机制，重点抓好投入机制、转化机

制、宣传机制、全员创新机制和容错机

制“五个机制”建设，持续筑牢科技创

新基础，为茅台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不断提升茅台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品质

竞争力，持续提供科技成果支撑、人才

保障和智力支持。

以科技的创新发展赋能酒业基业长青

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其对欧

盟葡萄酒征收200%的关税，英国保税

仓库中的美国精品葡萄酒可能会变得

“更具价值”，尽管对波尔多、香槟和意

大利葡萄酒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

在声明发布后，葡萄酒投资管理

公 司 Vin- X 的 首 席 执 行 官 James

Shakeshaft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存

放在英国保税仓库中的美国葡萄酒

——如 Opus One、Screaming Eagle 和

Scarecrow等标志性酒款，可能会在二

级市场上大幅升值，因为它们将不受

欧盟和英国供应商可能面临的关税成

本影响。

他补充说，英国保税仓库中存放

了大量这类葡萄酒的老年份酒，这些

酒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成为巨大的投资

机会，因为欧盟和英国的供应商可能

会寻找来自欧盟和英国境内的 Opus

One、Screaming Eagle 和 Scarecrow 等

酒款，而不是从美国进口并承担关

税。

他还指出，目前还没有提到对澳

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这可能对Pen-

folds Grange等酒款产生潜在影响，但

重要的是要寻求建议，“在整体投资组

合中，已经在英国的美国葡萄酒以及

任何未被纳入关税谈判的酒款都会升

值，我强烈感觉到澳大利亚葡萄酒可

能会有所回升。它们之前因亚洲关税

而下滑，但现在中国关税已经取消。”

这一观点与《悉尼先驱晨报（Syd-

ney Morning Herald）》最近的一篇文

章相呼应，文章指出，美国占奔富母公

司富邑酒业（Treasury Wine Estates）

收入的40%，在美国总统宣布关税后，

其股价立即上涨了近5%。

然而，Shakeshaft表示，关税对法国

和意大利葡萄酒的连锁反应可能不太

有利，他引用了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内

实施的上一轮关税的影响，当时，波尔

多是受影响的主要市场之一。

在2019年对法国葡萄酒和烈酒征

收 25%的关税后，2020 年法国对美国

的出口下降了 14%。与此同时，未受

任何关税影响的意大利葡萄酒和香槟

在整个市场上出现了大幅增长。

“我们进行了计算，如果他们真的

实施200%的关税，法国葡萄酒在美国

市场的销售额可能会减少70%-90%。”

Shakeshaft说，“香槟也会大幅下降，意

大利葡萄酒也会有类似的下降，而美

国消费者将面临巨大的价格上涨。”

然而，Shakeshaft认为，计划中的报

复性关税最终可能会低于目前讨论的

200%水平。他举例指出，特朗普已经

在其最初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的关

税上作出了让步，最初对这两个国家

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25%的关税，但

后来引入了一些关键的豁免。

美国关税计划或引发精品葡萄酒动荡

中国酒业创新
联盟企业展示


